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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草牧业技术需求调研报告

按照省农业厅相关文件指示和要求，四川省肉牛创新团队牧草

岗位组织课题成员，对四川草牧业的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。调查内容

主要包括牧草产业现状、草地资源、牧草育种、种子生产、牧草种植

技术、草地改良技术、草畜配套技术、草业生产需要的关键技术等，

为四川及南方草业的发展提供参考。

一、四川省牧草产业发展现状

四川省草地面积为 2086.67 万公顷，其中天然草地面积 2038 万

公顷，占全省幅员面积的 43%，分别是现有耕地面积的 4 倍，森林面

积的 1.5 倍，是四川省绿色植被生态环境中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。同

时，四川草地是世界十大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的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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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份，具有丰富的生态多样性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特点。四

川草地主要分布在甘孜、阿坝、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，区内共有

天然草地 1633.33 万公顷，占四川省天然草原总面积的 80.14%，主

要分布在海拔 2800～4500m 高原区，与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云南、贵

州等省区接壤，属全国五大牧区之一，是四川重要的草地畜牧业基地，

也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。在盆周山区和盆地丘陵区有草山

草坡 401.49 万公顷，占四川省天然草原的 19.7%，是四川省农区发

展草食家畜巨大的物质基础。

西部大开发以来，全省利用各种渠道的资金，实施了天然草原

恢复和保护、退牧（耕）还草、草种基地建设、种草养畜等一大批草

业工程项目，广泛开展了人工种草、草原改良、草原围栏等建设；进

行了牧区打贮草基地、牧区开发示范工程、飞播牧草的试验推广以及

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，四川草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。到目前为

止，农区种草面积达到 1200 余万亩、草地鼠虫害防治累计 1197 万亩、

建成草地监测定位点 26 个、牧草区域试验点 7 个，牧草良种繁殖面

积 5.2 万亩。

四川地域辽阔，生态类型复杂多样，因而蕴藏着十分丰富而独

特的野生优良牧草种质资源。据资料统计显示，草地植物有近 3000

多种，具饲用价值的有 800 种左右，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禾本科和豆

科共 400 余种，饲用价值高的约 200 余种，其中不少具有栽培前途,

如豆科牧草：紫花苜蓿、白三叶、红三叶等；禾本科牧草：多花黑麦

草、扁穗牛鞭草、鸭茅、杂交狼尾草、甜高粱、苏丹草、虉草、扁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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雀麦、老芒麦、垂穗披碱草等。但对这些牧草种质资源驯化发掘利用

较少，优异的种质资源没有得到发挥和利用，资源优势没得到充分体

现。

近年来四川省大力开发和推广农区种草模式，提高了种草效益，

取得了良好的经济、生态和社会效益。主要模式如下：开发幼林果园

种草，实行林（果）草结合，种养结合，防止水土流失；开发冬闲田

种草和粮草轮作，解决饲料、肥料不足的矛盾；开发利用山塘水库、

鱼塘周边荒地种草养鱼（畜）等模式。

二、四川省草原生产力状况

据初步统计，全省可食饲草总产量 1886.31 亿公斤，折合干

草 543.08 亿公斤，载畜能力 9765.38 万羊单位。其中天然草原可食

鲜草总产量740.22亿公斤，折合干草200.53亿公斤，载畜能力3421.9

万羊单位。天然草原总产草量居全省首位的是甘孜州，占全省总产量

的 40.1%，其次是阿坝州、凉山州，分别占 20.5%、15.2%，内地 18

个市天然草原只占总产量的 24.2%。

三、四川省牧草产业技术需求现状

近年来随着我国草业迅猛发展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、农业产业

结构的调整以及退耕还草、退牧还草、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、草

地沙化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和牧草产业的兴起，极大地刺激了

牧草新品种和种子需求。但是目前优良牧草品种、生态草种、能源草

种等不能满足市场和生产的需求，因此，选育出适合各区域自然条件

的优良新品种、研制出配套的生产技术并推广应用，对提高草地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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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、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和草地生态建设、加快城市绿化和四川草业

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（1）牧草育种、种子生产及牧草种植技术亟待提高

四川省地域辽阔，生态类型复杂多样，蕴藏着十分丰富而独特

的野生优良牧草种质资源。但对野生牧草种质资源驯化发掘利用较

少，优异的种质资源没有得到发挥和利用，资源优势没得到充分体现。

因此有必要加快对这些种质资源进行系统评价、选育研究，从而获得

育种中间材料或农艺性状优良的新品系。

由于大面积的天然草地改良和人工草场建设等需要大量的牧草

种子，因而牧草的种子繁殖成为我国草业界的重要任务。随着国家对

草地畜牧业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，本省自己生产的牧草种子，不能满

足草地建设的需要，国家还得花大量外汇进口种子；同时生产的牧草

种子质量得不到保障，种子混杂严重，纯净度低，种子色泽差等。牧

草品种单一，各地缺乏理想的当家品种，尤其是缺乏当家的豆科牧草

品种。尽管已经选育出了一些优良品种，但因种子生产没有形成规模，

不能在生产上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针对四川省草业发展现状，迫切需要选育适宜不同生态条件的

优质饲草品种，建立高效人工草地的建植管理技术，生产优质牧草，

加快发展草地畜牧业。该区域由于特殊的区位，复种指数高，病虫危

害严重，同时杂草危害也是制约牧草生长和种子生产的瓶颈。低海拔

地区普遍采用一年生黑麦草作为冬季饲草；中海拔丘陵地区普遍存在

夏热问题，冷季型牧草夏季休眠或死亡是多年生草地的一个限制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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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；高海拔山区虽然有三叶草、黑麦草、鸭茅等冷季型多年生牧草可

供使用，但其生产力仍然有限。需要评价和筛选适合不同海拔地区的

高产优质的冷季和暖季、一年生和多年生牧草，并研究其最优的时间

和空间组合。

（2）牧草产品加工技术匮乏

牧草是草食动物必不可少的完全饲料，草食动物的生产主要以

牧草为主要投入品，其生产过程和动物产品符合健康食品的要求，越

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，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。

在夏季牧草过剩期调制干草，在冬季缺草期补饲，是解决草畜

季节不平衡的最主要的措施之一。南方的阴雨天气和干草机械的缺

乏，限制了该措施的使用。因此，四川地区饲草加工贮存主要依靠青

贮。研究和开发适合四川生态地理环境和农户使用的饲草收获、青贮

加工技术，特别是小型收获、加工机械，将对四川草地农业的发展起

到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（3）牧草生产商品化程度不高

四川推广牧草种植虽已多年，但发展不快，农民种植牧草规模

不大，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种草仅仅局限于养畜利用，而忽视了牧草

饲料除可以通过养畜转化为畜禽产品外，其本身还可以直接用来加工

成草产品。因此，除四川金种燎原、川草等几家牧草种子公司外，至

今尚未在当地形成草产品加工大型龙头企业，提升牧草饲料的经济价

值和商品化程度，带动农民连片开发，开拓市场，实行规模化、专业

化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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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来几年草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

（1）创新优异新种质资源，培育适合不同生态区的牧草新品种

川西北牧区牧草品种少且单一，豆科牧草尤为匮乏，应加强本

地资源开发利用；选育冬季产草量高、开花期前生长速度快的冷季型

牧草品种是农区高效利用冬闲田的前提。在农区，应针对丘陵山区选

育扁穗牛鞭草、苏丹草、青贮玉米等高产高消化率的暖季型饲草品种

和鸭茅等多年生冷季型牧草品种，建立林-草复合植被，不仅可以防

止水土流失，还可以发展种草养畜，促进农民增收。由于普遍缺乏当

家豆科牧草，所以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选育耐热、高产白三叶、红

三叶和耐湿、耐热、耐酸紫花苜蓿新品种十分必要。

（2）优良牧草品种种子生产和草产品加工

尽管在过去多年经验基础上，我省已经在黑麦草、鸭茅、老芒

麦等牧草种子生产上，探索出整套牧草生产和种子生产技术，但在其

它优良牧草和种子丰产栽培技术上仍需提高。特别是草产品加工技术

较为粗放，牧草青贮方法、技术有待进一步改进，并研制和引进适合

南方丘陵山区农户加工生产草产品的小型农机具；

（3）高效草地栽培管理技术研究与示范

在草地建植技术上，整体水平较低，需要重点在下列几方面加

强新技术研发，包括人工草地建植与管理技术、杂草防治技术、鼠虫

害综合防治技术、草畜配套技术、生态脆弱区草地建植技术、沙化草

地生态重建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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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通过优良饲草种质资源的挖掘、优异种质资源的创

新、新品种选育和配套技术的研发，促进我省退牧还草和现代养畜业

的发展，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，提高区域畜牧业发展的整体技术

水平，提高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从而使其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和社

会效益均有所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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